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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〕 本文推广 了 卯 关于政府花费与经 济增长的模 型
,

讨论 了多级政府下的政府花

费
、

税收和政府 间的转移支付对经 济增长 的影响
。

对于 形式的生产 函数和效用 函数
,

导 出了

经济增长率与政府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 的关系
。

并通过数值方法讨论 了政府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

对经济增长的影响
。

〔关键词 政府花费
,

税收
,

政府转移支付
,

内生经济增长

确川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考虑了政府公共花

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
。

其后
,

很多经济学家把

的分析方法推广到考虑政府公共花费的构成对经济

增长 的影响
,

如  和 咧
等人川讨论了政府在教育

、

交通
、

国防和社会福利方

面的花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等人阁等其他

许多学者也对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很好的

研究
,

得到了大量的结果
。

当然也有大量的计量经

济学的研究
,

如 灿
‘〕

。

另外一方面
,

在财政分权 中
,

人们认识到多级政

府的公共花费和各级政府税收对经济增长有很重要

的作用
,

如  !
仁

,

〕
。

事实上
,

从财政分权和经济增

长的作用来看
,

把 的讨论框架匡 」推广到多级

政府下是理所当然的
,

这就是本文的主要 目的
。

边际效用
。

即
。 , ,

叭
, 。。 , , 。

为了得到我们的分析结果
,

我们把效用函数取为

。 , ,

一 “ 一

一丁二了
尸

一 “ 一

一

一 一

一

其中 的倒数为跨时替代弹性
。

这样消费者的贴现

的效用和为
’ 。 。 , , , 。 一

’ ‘

‘

模 型

我们的模型考虑两级政府 中央政府
、

地方政府

和一个消费者
。

采用 等人图和 「‘〕所用的

效用函数
,

把政府的公共花费 包括 中央政府的花费

和地方政府的花费 和私人消费引进效用函数和生

产函数
。

我们记中央政府公共花费为
,

地方政府

的公共花费为
。 ,

私人消费为
。 。

这样消费者的效用

函数为
。 , , 。

假设和私人消费一样
,

消费者从

中央政府花费和地方政府花费中获得正 的
,

递增的

其中 俘 为贴现率
。

推广
一

。
一

的新古典的生产函数
,

假

设产出由下面的生产函数给出
二

抓无
, ,

其中 表示产出
,

为私人的资本存量
。

注意到政

府的花 费进 人 了生产函数和效用 函数
,

这 首先 由

等人阁引进
,

尔后
, ‘〕将其引进 内生增 长

模型
。

这种
一

二 朋 型的效用函数和生产

函数在多级政府花费和财政分权等研究方面已经有

相当多 的应用
,

如 仁‘ ,

等人〔川
,

和

〔‘〕等
。

假设生产函数满足如下性质

,
, ,

关
, , ,

了

本文采用  形式的生产函数
少 。 夕 。了即 。 夕 ‘

其中 。 。
,

。
,

。
,

夕 为常数
,

满足 。 , 。

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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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中央政府而言
,

它的收人的来源为收人税
,

我

们记收入税率为 今
。

地方政府的收人来源有 个方

面 地方收人税
,

记收人税税 率为
。 ,

消费税
。 ,

和

财产税为
、,

同时地方政府还从中央政府那里得到

转移支付
,

为简单起见
,

这里只考虑相应 的转移支付

的情形
,

记相应 的转移支付率为
。

假设政府每期

都是收支平衡的
。

因 此
,

政府的预算 约束条件可 以

写为

介 一

‘ , 。二 、

方程 表明中央政府的花费等于它 的所有收人

税
,

丫
,

减掉它向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
。

表

明地方政府的花费等于它 的所有收人 包括它的收

人税
,

介
,

消费税
,

介。 ,

财产税
,

几
,

和 中央政府对

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 之和
。

在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之下
,

消费

者的预算约束可以表述为

、以
’

件 。 、夕 ’ 夕一 ’ 一
月 占 、

」

这里
,

方程 就是我们通 常所 讲的在 最优

时
,

消 费的边 际效用 等于财富的边 际效用
。

方 程

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方程
。

经济增长率

假 设经济处 于平衡增长路径
,

即私人 的消费水

平的增长率
,

私人资本的增长率
,

中央政府花费的增

长率和地方政府花费的增长率相等
,

且都等于产出

的增 长率
,

我们记公共的增长率为 了
,

这样则有

丛 鱼 巡丛血 兰红 应
人 一 了

‘红 鱼
二

 山 二 、

。了 户
、

一 二 一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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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, ,

必 。
,
。

,

瓮
一 。

十
、

。

,

下 人
, , 、

占 、 凡

其 中 占 为资本的折旧率

在政府行为给定下
,

消费者在 自己的预算约束

下
,

选择他的消费路径和资本积累路径来极大

化他的贴现效用 即

。
, 二户

、 , ‘ , 、
,

了
,

月
, , , ‘ 口

其中函数 沪为下面定义的函数
。

由方程 我们得到经济增长率与各个参数

的关系
。

注意到不能得到经 济增长 的显式关系
,

可

以通过数值计算得到它与各个参数的关系
。

为得到 内生经济增长
,

必 须要求 了
,

同时横

截性条件要求

「
声

卢
一 一 了

沪叱
‘” 卜 勿

, ‘。 , 丁 , 、 , 。 , 、,

了
,

卢
,

古
,

满足预算约束条件

无。
给定

。

, , 。 一

尽

和初始的资本存量  

、

盯生 、 、

二 〔口 、 旬 一 了 、 又

口 一

。
月 占 、

一 勺 一 ‘
。 ,

,

夕

尚 盯
一

下面求解消费者的问题
。

定义   函数
, ,

几 一 称 一 、

少
,

f

,
s

)

-

(
1

+ :
‘

)

。 一
( 占

+ :、
) k {

其 中 几为 H am ilt on 乘子
,

表示财富的边际效用
。

这样
,

得到最优性条件
u‘

一

(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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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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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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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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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、二工

击升艺奋等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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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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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今耐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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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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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婆提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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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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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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旦到达业工趟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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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
八 , 一 、 U 十 乙 孟 ] {

d 左

和横截性条件

(l
.
7) 3 经济增长率与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的关

系

lim 几凡e
一

伪 = 0

对给定 的效用 函数 (1
.
1) 和生产函数 (l

们可把上面条件改写为

(1
.
8)

2)
,

我

(1
.
9)

今 一 : 、

)
。 Ik夕一 ’

(
。 ;凡夕 +

方程(2
.
2) 给出的是经济增长率与各参数之间

是一个隐式关系
。

因此
,

无法对其求极大值
。

但是
,

通过数值计算
,

从上面的表示式 可以得到各种税收

变量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
。

下面着手来讨论一般情

形下的税收参数和政府间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率的

关系 本文选取的参数 为
:
技术 参数 。 l 二

0

.

60

,

吻

l一a
一一

dc一cd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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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0

.

20

,
。: 二

0
.

20 和 夕二
0

.

50

,

偏好参数 月
二

0
.

05

, 。

二
2

,

资本的折旧率 a = 0
.
08

。

在图 1 中
,

考虑经济增长率与中央政府的收入

税的关系
,

选取的参数为
:
地方政府的收入税

r; =

0
.
10 ;地方政府的消费税

:。
==

0

.

05

,

地方政府 的财产

税
:* = 0

.
02

,

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相应转移支付

率为 g = 0
.
30

。

从图 1 可知经济增长率与中央政府

的收入税的关系为 1崖刃
价

r
曲线

。

当中央政府的税 收

低于 20 % 时
,

随着收人税 的增加
,

经济增长率将增

加 ;当政府的税收高于 20 % 时
,

随着收入税的增加
,

经济增长率反而下 降
。

事实上
,

当收人税从 O 增加

到 10 % 时
,

经济增长率从O 上升到 8%
,

进一步提高

收人税
,

经济增长 率的效果 不明显
。

当高于 20 %

时
,

收人税增加
,

经济增长率反而下降
。

府的收入税大于 3% 时经济增长率将下降
,

直至地

方收人税达到 25 %
,

经济增长率大于零
。

注意到当

地方政府的收人税为零时
,

经济增长率仍然是正的
,

这是因为即使没有地方政府的收人税
,

地方政府还

能从消费税和财产税以及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中得

到收人满足 自己 的花费
。

r

▲

以/
lesll
es.

%

3% 25%
图 2 经济增长率 y 与地方的收人税 几

丁s

的关系

.
2 0

一

丁,

图 l 经济增长率 y 与中央政府的收人税 勺 的关系

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可以解释为
:
首先

,

收人税

增加降低了私人资本 的回报率
,

从而直接效果降低

经济增长率 ;第二
,

因为政府税收的增加
,

政府的收

入增加
,

增加中央政府的花费
,

从而增加私人的边际

效用和边际生产率
,

边 际生产率的增加提高经济增

长率
。

第三
,

同时
,

政府的收入增加
,

增加 中央政府

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
,

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
,

从而

增加了他的花费
,

当然增加私人的边际效用和边际

生产率
,

边际生产率的增加提高经济增长率
。

当中

央政府的收入税很小时
,

第二和第三种影响占优
,

因

此经济增长率总体上升
,

当收入税过高时
,

第一种影

响占优
,

因此经济增长率下降
。

图 2 显示 了类似图 1 的性质
,

表示 了经济增长

率 7 与地方的收人税 几 的关系
,

其中我们选取的其

他参数为
:
中央政府的收人税 今 = o

·

20

,

地方政府的

消费税
:。 二

0

.

05

,

地方政府的财产税
:、 =

0
.

02

,

中央

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相应转移支付率为 g 二 0
.

30

。

由图 2
,

3 可见此时的关系也是 I司7fe r
曲线

。

因

为中央政府的收入税已经达到 20 %
,

所 以经济增长

率在地方政府 的收人税小 于 3% 时上升
,

当地方政

图 3 经济增长率 7 与地方的消费税
T。

的关系

由此
,

本文选取 的参数为
:
中央政 府的收入税

rf 二 0
.

20

,

地方政府的收人税
:, 二

0

.

10

,

地方政府的

财产税
T、= 0

.

02

,

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 的相应转移

支付率为 g = 0
.
30

,

图 3 给 出了经济增长率 了与地

方的消费税
:。

的关系
。

发现 消费税与经济增长率

有正的关系
,

当消费税从 O 上升到 巧% 时
,

从图 3 中

我们知道经济增长率从 7
.
4% 上升到 8

.
2%

。

这是

因为消费税的增加
,

增加 了消费的成本
。

这样消 费

者会减少消费
,

增加储蓄;储蓄的增加会带来资本积

累的增加
,

从而经济增长率上升
。

但是 当消费税过

高时
,

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不 明显 了
。

注意消费

税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是基于我们选取的参数
。

图 4 显示 了经济增长率与财产税 的负关系
。

这

条曲线是基于中央政府的收人税 勺 = 0
.
20

,

地方政

府的收人税
:、 二

0

.

10

,

地方政府的消费税
:。 二

0

.

05

,

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 的相应转 移支付率 g = 0
.
30

。

在给定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收人税下
,

当财产

税从 0 上升到 10% 时
,

经济增长率从 9% 下降到 0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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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
、

数值分析给出了财产税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负

作用
,

消费税对经济增长总是有正作用
。

这和 Re be
-

lo[
’3 啧
给出的消费税对经济增长没有作用有很大 的不

同 我们的分析同样表明如果地方政府已经有足够

的收益
,

政府的转移支付会降低经济增长
〔

同样
,

我

们的模型也 可以很好地用来进行福利分析
。

进一步

的工作是把模型推广到不仅有政府花 费
,

而且有政

府资本的积累
。

一

l|L

U f 去

图 4 经济增长率 了 与财产税
:、 的负关系

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的收人税 的扭曲程度相 比
,

财产税的扭曲程度最大
。

图 5 给出 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率对

经济增长率的影响
,

这里取的其他税收变量 为中央

政府的 收人税
:f= 。

.
20

,

地方政府的收 人税
:、

=

o

.

ro

,

地方政府的消费税
:。

= 0

.

05

,

和地方政府的财

产税
:k二 0

.

02

。

从图 5 可看出当转移支付率从 0 土

升到 20 % 时
,

经济增 长率下降
,

但速度很慢
。

这是

因为地方政府的收入税
,

消费税
,

和财产税得 到收

人
,

此时从中央政府 向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对经济

的刺激不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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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结 论

本文给出了一个分析多级政府之间的税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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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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